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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之歌新征程之歌

2015 年农历 9 月 27 日，我相濡以沫，吵吵闹

闹 46 年的妻子，挣脱病魔折磨，远走天堂。人间

最残忍的事，莫过于此。

上帝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收回了你，把你带进

远离尘世圣洁的地方，那里没有人世间的烦恼和

纷争，没有尘世的喧闹，也没有世俗的羁伴，你会

更加雍容自在。

夫妻之道，在于福祸同担，苦乐与共。50 年

前，你不畏贫穷和我走到一起，开始抒写我们艰苦

奋斗的人生。再过四年，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就会

划上一个圆满的金婚句号。但事与愿违，宿命敌

不过现实，希望输给了结果。三年前，你连一个

招呼也不打，就撒手人寰，使一个美满幸福的家

庭，顷刻崩塌。“诚知此恨人人有，贫溅夫妻百

事哀”。

你也走了，我也老了。经历丧妻之痛后的我，

已如同一棵老树，在滂沱的雨势中，默默地承受着

一切。生与死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本不应该是

一个避讳的话题，因为我亲历人间生离死别的事

不在少数，但你的离去让我明白了世事的无常和

命运的无奈。对世界而言，你只是一个人，对我而

言，你就是我的世界，你的走惨白了我的世界。

三年来，你也常漫步在我的梦里，但孤鸿寡鹄

中我好像不知该何去何从？疲惫时盼有人心疼，

委屈时盼有人安慰，风雨中盼有人兼程，冷暖里盼

有人相伴与共。人生七十古来稀，太多的坎坷，太

多的梦使我逐步读懂了生命。人的一生岂能尽善

尽美，尽如人意？三年来，我在凄苦中追寻鲜活，

在辛酸中窥觊生动。我想，只要尽过心，用过情，

就不必遗憾，更不必悔恨。无愧我心，无怨无悔也

是人生一种美；只要让阳光照耀心空，就是人生最

好的境界。

今年是你离世三周年，我在坟头看你来了，三

年来，逢年过节，我没有一次忘了来看你，这看似

简单，其实也很不容易。今天我要告诉你最想知

道的三件事：一、你最疼爱的孙子陈钰，已大学毕

业，现在边实习边复习，准备报考公务员，先找工

作后成婚。他大了也懂事了，我遇事，有时还想听

听他的意见，他也能说个一二三。外孙王一波上

高二，脑瓜子和嘴皮子还够灵的，最近班里组织演

讲，她只拿个提纲上台，博得师生一片喝彩。二、

离石拆掉的房子，七年后终于在去年春节前分到

手。你虽未能见到，但分配方案是你生前共同定

的，不折不扣执行，孩子们也都满意。除此，我现

在也学着少管闲事，特别是家中的事，抱着一种政

协的位置感。三要告诉你的是，吸取你的教训，我

也想通了，一辈子只活一回，也不再去委屈自己

了，过一天，乐一天，好好亲自已、爱自己。不看别

人的脸色，不听多余的闲话，烂事不往心里搁，小

人不往眼里放，无论丢了什么也不能没了好身体，

丢了好心态。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看热闹的，我

的态度是与其取悦别人，不如快乐自己，把困苦活

出诗意，把薄情活出深情。

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而在其质量和内涵。

所以三年来我也没有虚度，编了两本书：《临县草

本名录》和《临县经典民歌》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

下，已经面世。前者可谓临县的《本草纲目》，意义

不言而喻；后者为传承和发展临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贡献绵薄之力。也很辛苦，但和你比，活着就

是幸福，活着就是胜利！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

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无论人生多

么艰难，不能忘记仰望天空，仰望天空就如同望见

了你。在你去世三周年的时候，用什么来表示对

你的眷恋？想来还是用文字，写点文字的东西来

纪念你比什么都更有意义。文章千古事。你永远

活在这些深情的文字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5月 19日，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76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吕梁

市作家协会在孝义举办了长篇作品创作恳谈

会，旨在为吕梁作家解惑除疑，指明方向，以

利于大家今后的创作再上一个新台阶，从而

繁荣吕梁优秀文化，讲好中国新时代故事。

从恳谈会上，笔者了解到，吕梁作家这个

群体，目前整体的创作势头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都是可喜的：在由省委、省政府设立的 2013-
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选中，我市三位作

家获奖。其中，白占全的《下柳林》获长篇小说

奖，李心丽的《流年》获短篇小说奖，马明高的

《清欢中的悲悯与忧伤》获文学评论奖。在赵

树理文学奖的 13个奖项中，吕梁占了三项，39
名获奖者中，吕梁占了 3名。此外，李迎兵的

长篇小说《雨中的奔跑》获首届张爱玲文学奖；

近年来，由市作家协会牵头，出版了《吕梁作家

文丛》六卷本和《黄河谣》七卷本两套丛书；五

年来，我市作家出版了长篇小说 23部，中短篇

小说集 5部，长中篇纪实 12部，在全国、省、市

各大报刊杂志发表小说作品 256篇。难能可

贵的是，老作家刘维颖笔耕不辍，他的“码头三

部曲”的收官之作《望娘码头》已列入省“双百”

出版计划，《水旱码头》列入由省作协组织的

“双百”计划中的“百部经典”……

恳谈会大致由两大块内容组成：一、来自

全市各县的三十多位作家各自谈了自己的创

作现状和在创作中存在的疑难与困惑；二、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杨占平和山西

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王春林以及吕

梁学院的康序和刘守文两位教授针对大家存

在的问题给予相应的指导。

与会作家发言非常踊跃。他们有的谈自

己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过程，让人感受到其

中的坚韧与力量；有的谈在创作中遇到的关

于结构、关于时间转换等等方面的技巧问题，

让其他人产生了共鸣，受到了启发；有的探讨

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在目前的大形势下走出

去，站得住……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则全部对吕梁的作

家、吕梁的文学创作非常熟悉，而且他们对全

省，乃至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态势、创作走

向，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研究。他们

各自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给大家把脉解惑。杨

占平主席以一年五百多部长篇小说的阅读量

为基础，向大家通报了全省长篇小说创作的

状况，尤其指出许多人在创作历史题材小说中

存在的误区。他告诫大家历史小说度不是历

史事件的叙述，必须站在现实的大地上，以现

代的眼光和思想来考量历史……王春林教授

则从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现象的分析中，以经典

的案例来引导大家对自身创作的思考；康序教

授着重强调创作者的思想修养和作品的思想

高度；刘守文教授则针对时下有些作家的扁平

化、线型性写作，提出作家要写厚实的、能折射

时代大背景大潮流的作品，为时代立传。

我来看你

在春的 繁华里

寂静 热烈 的私语

看亚温带季风的催拂中

你妖娆勃然的生发 荡漾

悄然绽放小小的美丽

我来看你

在夏的 蓬勃中

羞涩 绵长 的无限期寄

看袅袅娜娜的人群在星空下

蹁跹 肆意

你漫山青翠 微微不语

氤氲积蓄醇美的情绪

我又来看你

这一次

在秋的 明亮和厚重里

清冷 萧瑟 的点点滴滴

看远方的苍狗白云 和原野的

炊烟 聚合 升起

你依然屹立 欢喜且疏离

深藏所有的秘密

我终于又来了

还是想来看你

这一次 带着冬的寒萧来看你

期待在飘飘洒洒的漫天雪雾

中 触摸你的温热

在莽莽苍苍的群山中 找到你

的生息

即使岁月抚平所有痕迹

你依然 巍峨壮丽

不曾离去

不曾离去

不曾离去

一个人的阅读时光，是幸福快乐的时光。

记得我们小时候，可供阅读的东西很少，糊

在墙上或贴在箱子上的旧报纸，都会一次次地

读。班内偶然订阅一本《接班人》杂志，大家会都

争抢着看。

有时候集攒上一毛多钱，我们就到离村 2 公

里外云周西村的百货大楼，买上一本小人书。有

一本小人书也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真正开始阅读是我在山西省农业机械化学校

读书的时候，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课余时间总是

在看书，还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开始尝试着写小说

和童话。有一个假期，我借阅了几本童话故事，边看

边试着写童话，接连写出了几篇。我把写好的童话

寄给了童话大王郑渊洁，因为郑渊洁祖籍是山西人，

他很快回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多读书。之后，

又写了几篇小小说，并陆续在报刊发表。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书籍。如果你感到生活的

空虚，那么，你读书吧，用书来充实你的生活，提升

你的生活品味。学校毕业后，我做了共青团工作，

在当上曲乡团委书记时，我创办了《上曲青年》，四

个月后调团县委工作，我又创办了《文水青年》，一

段时间吃住都在单位，业余时间都是在编报、写稿、

读书中度过的。当时写过大量的各类稿件，并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发表，所

有稿费都买了书。原来的县委大院的斜对面就是

新华书店，中午在县委灶上吃过饭，常常去书店转

转，去买上两本自己喜欢的书。隔一段时间自己就

要回顾一下近期的读书和写作情况，这样就不会觉

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了光阴而懊悔。后来，不管是

出差还是外出学习，都少不了去书店看看，买两本

书回来。到现在，我先后发表各类文学、新闻、摄影

作品 3600 余篇（件），出版了《残雪消融》《清河流

淌》《幽香的苦咖啡》等。每当翻阅这些文字，自己

都会有一种充实的感觉。

读书不仅能充实人的生活，还能提高人的能

力和智慧。我的读书基本上是两种读法，一种是

泛读，广泛阅读各种书籍，这样可以开阔视野，增

长知识，可以增加人的内涵和修养，塑造人格魅力

和思想意识。这是一种量的积累，对于写作者来讲

是材料和内容的占有。另一种就是精读，有目的地

专门研究一些书。这就属于质的提高，对写作者来

说是方法和规律的探索。我在研究填词时读过几

十种关于词的书籍，每本书有一些知识点是相同

的，但每本书又有它自己独特的部分，要通过分析

比较，找出每本书新的知识点，掌握了这本书新的

知识点，那就是读这本书的收获。通过精读关于词

的书籍，我总结了填词中的一些规律，先后填过

600 多种词牌，并出版了《疏影沉香》《晋风词韵》

《吕梁词韵》《三晋名胜词韵》等专著。

没有书相伴的人生，不会是完美的人生。最

近，我写给故乡文水的一本书《遥望故乡》出版

了，这也是我写的第 21本书，正值第 23届世界读

书日来临，我拿出我出版的千余册各类图书，捐

给故乡的中小学校、社会公益等图书馆，目的也

在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读书的行列，让图书走进

我们的生活，相伴我们的人生。

黄河春晓，陌上花开。

清明节前有幸应邀参加“黄

河石楼行”考察采风活动，能

够在这播种希望的季节，纵

情于家乡的山水之间，这是

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令人

陶醉！从接到通知的那一刻

起，我的心就飞走了，飞到了

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黄河

畔；飞到了沟壑纵横、一望无

际的大山里。这个春天，春

意萌动的的心田里又播入了

一片希望的种子。

迎 着 朝 阳 ，我 们 上 路

了。车子驶出睡意朦胧的县

城，告别平坦宽敞的柏油大

道，渐渐进入蜿蜒曲折、崎岖

不平的山路。

大山里早上八九点钟

的太阳暖暖的，亮亮的，金辉

般洒在山坡上，马路上，路边

的树影斜映在山道上，一排

排掠过车窗，向后移去。山

里的能见度似乎很高，车窗

外是连绵不断的花海，粉白

的桃杏花漫山遍野，一坡又

一坡，一山又一山，间或有嫩

绿的柳树点缀其中，笔直的

白杨卫兵似的齐刷刷列队站

立，俨然是护花使者。

沉浸在花的海洋里还

没醒过神来，不觉已近目的

地。车路没了，接下来的山

路需要脚步来丈量。这里是

石楼县前山乡下洼村，“绿树

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个

村子古朴而有生机，农家窑

洞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土窑

洞，土围墙，鸭舍牛棚，鸡鸣

犬吠。院畔桃李怒放，菜畦

里韭嫩葱绿。村里的年轻人

大都外出打工，村子里没有

学校，孩子们都去县城上学，

村里见到的都是中老年人，

他们是这片古老家园的守望

者，无论贫穷富裕都舍不得

离开。我们是这里的第一批

游客，淳朴憨厚的老乡听说

我们要去西坞夏周城考察，

热情地指路，期待开发的迫

切心情溢于言表。时至今

日，老乡那张黝黑的写满憧

憬的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

眼前；老乡那温暖期盼的话

语，时时萦绕于耳边。取道

老乡家门前，走出院落翻山

坡，沿黄两岸气温明显高于

县城，坡地里野生的小蒜不

时进入你的视线，同行的小

冉老师剜出了一株，碧绿细

长的叶子下是一颗袅袅婷

婷、白白净净的小蒜，带着清

新的泥土味，散发出诱人的

辛香；蒲公英开着漂亮的小

黄花，随风摆动，婀娜多姿；

灰绿色的白蒿已经有小孩的

手掌大了，现在大家都管它

叫荫陈，此时是最佳采摘季

节，其药用价值可观，是当下

最时尚的保健品。“翻过了桃

花岭来趟过了杏花海……”

真有点怀疑，这首歌的词作

者当年是不是在此地采风写

的这首歌词，此情此景，让人

情不自禁敞开了嗓子。

走出了桃花海，上了一

道岭，一道圪坝赫然现于眼

前，雄宏、伟岸，呈西南----
东北走向，当地百姓称之为

“王怀女圪坝”。传说中王怀

女在此屯兵，王怀女是杨六

郎的妻子，天生神力，弓马娴

熟，武艺惊人，一口大刀无人

能敌。站在坡上圪坝近在咫

尺，矗立于眼前，而要登上圪

坝却还颇费周折呢。走过一

条又一条羊肠小道，跨过沟

沟壑壑，爬上荆棘丛生的山

坡，终于登上了圪坝。坝上

蒿草齐膝，土楞纵横，每走一

步脚下枯草便吱吱作响，仿

佛进入了一个原始牧场，没

有农耕的气息。坝上有关宋

朝、有关王怀女，除了传说，

别无他物。

西坞夏周城坐落在王

怀女圪坝的东北部，整个城

池依山而建，城堡北接庞大

的后山，东、西、南三面都在

圪坝上，悬崖峭壁地势险要，

北边有个类似于岗楼的突兀

的山丘，置身其中，城池及周

边景况尽收眼底。西北面沿

着黄河是一道固若金汤的城

墙，站在古城墙遗址上往下

看，悬崖峭壁，让人晕眩，隔

河就是陕西省清涧县，对岸

的景物一览无余。古老的黄

河在此平静、缓缓地流过，没

有一点波澜，听不到一点水

声，更没有我想象中的奔腾、

咆哮、怒吼，甚至看不出她是

流动的，河水与山体一色，完

美融合，像极了一个历经岁

月沧桑的老人，慈祥、豁达。

美其名曰西坞夏周城，

实际上就是一个古城遗址。

蒿草地里随处可见碎瓦片和

陶器片，内行看门道，外行看

热闹，在我们眼里它们也就

是一些普通的瓦片，顶多也

就知道个“秦砖汉瓦”。同行

的文管局考古专家李老师为

我们做了讲解，令人咋舌，眼

前随地可见的这些灰不溜秋

瓦片陶片，竟然可追溯到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经他一

说，我们这才发现，同为瓦

片，纹路深浅不同、花纹图案

不同，这是无言的历史，珍贵

的古迹，不由对脚下这些灰

头土脸、貌不惊人、残边缺沿

的瓦片心生敬意，它们与这

座古城同生死共存亡，见证

了古城的辉煌与衰落。而

今，它们又为后人考证这座

几千年前的古城提供了不争

的物证。李老师说这仅仅是

古城堡坍塌后散落于地表的

零星碎瓦，作为一个考古对

象，这是一片处女地，地下埋

藏的深层的宝贵古迹，重要

资料，亟待有关专家进一步

考证。

整座古城堡由北而南

呈阶梯状，北高南低，坡度舒

缓。顺着山势往南而行，可

见几堆山石，码放整齐，有说

是阎锡山修筑河防工事而

为，详情不得而知。

顺着原路返回，队友们

发现城北有泉水汩汩而出，

清澈、晶莹、透亮，不知她在

此涌动了几千年了，此时给

这座古老的城池平添了几许

灵气。古城入口处，古老的

石阶依稀可见，历经千年的

岁月洗礼，更显得深沉，厚

重！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对

面山头远眺西坞夏周城。车

至一道垣上停下，我们徒步

上山。人勤春早，山坡上挖

条带的农民挥汗如雨，坡顶

小路边他们的摩托车一字

排开。这垣上兴许从未有

这样的团队来过，热情好客

的农民隔着山坡与我们攀

谈，为我们指路。过了这条

小路山势开阔起来，有略为

宽敞的土路延伸至山顶，看

得出有车辙。土路两边的

坡地上是枝枝叉叉尚未发

芽的枣树，放眼望去，这褐

色的枣树与这满目灰褐色

的山体融为一体，是那么的

和 谐 ，那 么 的 古 朴 。 沟 壑

里、山坡上则是长满了桃杏

树，坐在车里掠过的是一片

一片的花海，走在近旁是一

树一树的花开。

走在垣上，沐着春光，

山风习习，带着春天的泥土

气息，空气清新，贪婪的深呼

吸，多呼吸一口就是赚到了。

终于登顶，极目远眺，

远处黄河两岸群山巍峨，苍

苍茫茫，黄河犹如一条平坦

宽阔的大马路，水山一色，相

得益彰。北望王怀女圪坝，

气势磅礴，似一头巨兽横卧

于黄河岸边。站在这里望西

坞夏周城，圪坝是从北山延

伸出来的，地势较低，背靠大

山，三面临崖，地势险要，易

守难攻。“不识圪坝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这

里远观西坞夏周城，队友们

无不折服于先祖的睿智，在

此择地设城是一项英明举

措，如此看来王怀女在此屯

兵打仗的传说也并非子虚

乌有。

返程中远远望去，山坡

上鳞次栉比的条带依着坡

地走向划整齐出优美的弧

线，这坡连着那坡，这山连

着那山，宛若一只只美丽的

蝴蝶翩翩起舞，煞是漂亮。

路边枣树上，去年的红枣密

密麻麻悬挂在枝头，颗颗紫

红干瘪，却是那么执着地挺

立着，挺过了一个严冬，站

立在春天的枝头。枣贱伤

农，曾经身价百倍，雍容高

贵的红枣转眼便被市场无

情的抛弃。队友们热烈地

交谈着，西坞夏周城犹如黄

河岸边一颗掩映在前山下洼

村的明珠，璀璨夺目，亟待发

掘。沿黄文物旅游开发势在

必行，我相信，西坞夏周城的

开发，必将给沿途农民带来

福音。

繁荣优秀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
——吕梁长篇作品创作恳谈会侧记

□ 本报记者 李够梅

春到黄河畔 探寻夏周城
□ 郑石萍

我来看你
□ 康彦红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一个人的阅读时光
□ 梁大智

此恨绵绵无绝期
——亡妻三周年祭

□ 陈绍歧

出发（外一首）

□ 霍建伟

凌晨四点

扫大街的李伯揣着扫帚出发了

碰到卖菜的江胖子

互相道了声早

消失在黑暗中

五点时

剧团担任主演的慧儿出门了

在小树林里吊嗓子

班主任瘦猴张露出鄙夷的目光

摸黑赶往教室

早读总有几个迟到的学生

快六点了

退休的王局长昂首挺胸

背着宝剑走出门

保安们开始交接班

有人和他打招呼

只“嗯”一声

鸟儿们唧唧喳喳

开启喧闹的早晨

村长落选

村长落选后一个人走出会场

有人和他打招呼 他坚硬地笑了

幸灾乐祸者叫他的名字

他没答应 跌撞往回跑

村长没有聋也不是没听见

村长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村长这两个字生长了十几年

长成了又粗又长的绳索

把村长捆绑在村长的位置上

打了死结 紧紧套牢

村长走回自己家

再也没有迈出门来

庭院依然那么老高


